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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时代主题的演进
与习近平的新时代观

胡德坤

摘 要 时代观是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述，

是对某个历史阶段内涵、特征或主题的宏观概括。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经历了“战争与革
命”“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演进。进入 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变成了
“地球村”，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越来越多，引起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习近平及时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观。从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当今时代主
题便进入了从和平与发展向合作共赢的转换期。习近平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观既具有指导现

实的正确性，也具有引领未来的前瞻性，是向世界贡献的中国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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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观是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述，是对某个历史阶段

内涵、特征或主题的宏观概括。列宁对时代和时代主题有着精辟的论述，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写

道：“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

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

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 的不同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
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

特点。”[1]（P91-92）列宁这段论述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时代指“大的历史时代”，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
某个较长时期的宏观视角的表述。二是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列宁所说的“时代特征”与当今的“时

代主题”是同一涵义。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是不同的，但其核心是“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

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换言之，时代的主

题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对时代和时代主题作出判断，才能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见，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与时俱进，

站在历史潮头引领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地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孤立走向联系、由分散发展走

向整体发展的。15、16 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快了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步伐。18 至 19
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巨舰重炮向世界落后地区发动了血腥的征服和掠夺，至

20 世纪初，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终于建立了统治
全球的殖民体系。至此，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终于将孤立的、封闭的、分散的世界变成了密不可分的

整体世界，其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形成表明世界历史进入了整体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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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同 19 世纪及以前世界历史相比，20 世纪初形成的整体世界史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点。毛泽东曾说
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的了”[2]（P161）。
在整体发展时期，世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这种整体性规定

和制约着各国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必将对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发

展也将对世界整体发展产生反作用。总之，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在这种情势下，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就是关系到世界历史前进方向的关键问题。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和列宁的时代观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后，列宁及时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指明了世界
历史前进的方向。列宁主义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垄断阶段。其特征是：生产和资本

高度集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垄断组织，主宰着国家经济，操纵着国家政治；国际上形成

了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将世界上所有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帝

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容易导致西方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殖民地而爆发战

争。事实印证了列宁的这些论断。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资本主义建立了覆盖全球的殖民统治秩序，霸

占了全世界的资源，垄断了世界市场，造成了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人口占少数的

资产阶级统治着人口占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世界范围内，是人口占

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着人口占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国家手中。这就孕育出

世界三大基本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

盾。这三大矛盾互相交织，世界危机四伏，战乱频仍。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争夺世

界霸权。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企望拥

有与自己实力相称的殖民地，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便以武力向老牌殖民帝国的霸权挑战，世界大战

不可避免。列宁主义还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的战争使世界基本矛盾空前激化，战争引起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基于这种

理论和分析，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

命的前夜”[1]（P105）的结论，这是列宁对所处时代和时代主题的高度概括，是指引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根据列宁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 年列宁领导的布
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新纪元，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时代主题的

判断的正确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时代主题的表述，为全世界马克思主

义政党所公认。1924 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
经开始，“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3]（P63-64）。他在 1930 年又进一步提出:“我
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4]（P216）斯大林所说“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与列宁所说“帝
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时代观。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同意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
础》中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因为列宁认为，在帝国

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

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

地表现出来了……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的

理论和策略”[2]（P314）。1939 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中写道，“资本主义经济
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的革命时代已经来到了。现在的时代乃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我们是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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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下，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

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革命的战线”“革命的营垒”[5]（P80）。这就明确
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革命”既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也

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毛泽东对列宁时代观和时代主题内涵新的补充。

以上可以看出，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在帝国主义阶段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作为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革命领袖，都能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出发，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领导本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能引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兴起了东西方革命高潮，欧洲资

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虽然遭遇

失败，但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在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在东方，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成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端，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崭新阶段。印度开展了
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出现了凯末尔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共产党雨后春笋

般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1919 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共产党站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前列，革命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导致欧亚 12 个国家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

战不仅打败了法西斯，也严重削弱了英法等殖民主义的力量，动摇了殖民主义的根基，促进了殖民体系

的崩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开辟了道路。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60 年代达到高潮，截至 1991 年，共有 93 个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独立国家即
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世界政治格局，重构了战后各国主权平等

的新型世界政治格局，为世界历史走向和平与发展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争取民族独

立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牢牢地把握住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在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

西斯的侵略，成为世界公认的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勇敢地深入日军后方，

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力量迅猛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中共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于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邓小平的时代观

以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战后整体发展时期。战后初期，一方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冷战，国际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另

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从总体上看，一直到 70 年代世界历史尚
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但 60 年代以后，虽然美苏冷战仍在时紧时松地进行，但两个阵营的对抗出现了
缓和迹象，世界历史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西欧国家对美国

的控制表示严重不满，法国总统戴高乐确立了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率先举起抗美大旗，全力推进以法德

为核心的欧洲联合，断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并于 1964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
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西德勃兰特政府为了本国的利益，打破冷战的限制，毅然实施新东方政策，承认民

主德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改善同东方的关系。1965 年，西欧以法、德为核心成立
了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欧共体各国的经济发展，以独立的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1956 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借口
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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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对和平过渡的认识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共与苏共展开了长时间的论战。苏共以老子党自居，企图

压服中共，在未能奏效的情况下，1960 年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召回在华的苏
联专家和顾问，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并将中苏两党关系上升到国家关系，造成了中苏的分裂。

1964 年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后，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将苏共凌驾于各国
共产党之上，将苏联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上，恶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1968 年 4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针对经济增长缓慢问题，提出了实行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苏共对捷共的改革

极为不满，在施加各种压力无效后，8 月 17 日，苏联联合部分东欧国家出动军队，非法占领其首都，控制
了捷克全境，强迫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与苏联签订协议，中止“布拉格之春”改革。苏共这种霸权

主义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东欧国家的主权完整和民族利益，加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由于两个阵营内

部的分裂，分属两个阵营的成员国之间开始从敌对走向共处。如：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
同年，中国开始与美国接触，1972 年 2 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尼克松
访华的影响下，中国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一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史上又一次建交高潮，从而摆脱了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上述两个阵营的分化与组合，标志着冷

战体制开始走向解体，世界大和平局面开始形成。

二是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同 20 世纪上半期相比，战后整体世界时期，尽管出现了东西方冷
战，但总体上看，世界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以 1990 年国际元为货币单位统
计，世界 GDP 总量 1913 年为 2.70 万亿国际元，1950 年为 5.34 万亿国际元，同 1913 年相比增加 2.64
万亿国际元，即增加 0.98 倍；1973 年为 16.06 万亿国际元，同 1950 年相比增加 13.42 万亿国际元，即增
加 2 倍；从 1913 年至 1950 年的 37 年间，世界 GDP 总量增加不到 1 倍，而 1950 年至 1973 年的 23
年间却增加了 2 倍 [6]（P259）。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了战后世界历史整体发
展的又一鲜明特点。

上述可见，战后初期由于冷战的爆发，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战争与

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但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正是在上述世界大和平和经济大发展

的两大背景下，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国内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
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对外实行开放，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营造良好

的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保持长时段大和平的形势下，邓小平对世界存在的基本矛盾及其

走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世界大和平和经济大发展的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是关于世界大战能否避免的判断。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是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前提。1977
年 12 月 8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指出，由于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也没有做
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7]（P21）。1980 年 10 月，邓小平在同中央
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现在看，再有

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1983 年 3 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又指出，“大战打
不起来……以前总担心打仗……现在看，是担心得过份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 年 11 月，邓
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又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来了。粉碎‘四

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

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

么还能够安心搞建设”[7]（P22-23）？1987 至 1988 年，邓小平在多次接见外宾时指出，“看来第三次世界
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从全局看，在本世

纪和下一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

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7]（P25-26）。从这些论述可见，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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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在“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世界可保持长时段大和平的判断，不

仅是我国充分利用这一长时段战略机遇期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且也是凝练新的时代主题的前提。

其次是对经济发展的判断。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国际上有
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

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

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与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

场？”[8]（P96）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
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

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指出，现在南北

问题主要是南方太贫困，大约占世界人口的 3/4，而北方是发达国家，大约占世界人口的 1/4。“很难说这
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立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

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8]（P105，106）
1988 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等人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指出，南北问题讲了多少年了，差距不是

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是越来越大。因此，“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

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

责任”[8]（P282）。苏联东欧解体后，1990 年 3 月，邓小平十分忧虑地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
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定了？……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

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8]（P353）。从邓小平以上讲话可以看
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亟须解决的主要任务。1997 年党的十五大
将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思想确定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和“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就成为我党确认的时代

主题。

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凝练，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创新，是继列宁、毛泽东提出的战

争与革命时代观之后，在世界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期产生的新时代观。事实上，20 世纪 60 年代，
两个阵营的分化与重组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时代主题开始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

换。至 70 年代，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宣告结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式来临。70
年代世界历史的演进证实，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十分及时的。没有

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难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和平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发展

方向，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正是根据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

断，我国及时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通过艰巨复杂的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经济 40 年的持续高速发展，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0.36 万亿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82.7 万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成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稳步地对世界开放，

2001 年加入 WTO，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197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06 亿美元，居世界第 32
位，2017 年上升到 4.1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 1 位。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致力
于同各国建立伙伴关系，为我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总之，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

思想指引下，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思想的正确性。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世界尽管出现了东西方冷战，局部战争与各类冲突连绵不断，但总体上看，各国平等与依存

关系日趋紧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经济

空前繁荣，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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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共赢时代主题和习近平的新时代观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所谓经济全
球化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的

相互联系和密切结合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紧密相连的整体。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世界各国是机遇也是挑战。2007 年，美国最先发生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全球，导致一批国际金融机构倒闭，许多国际著

名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萎缩，世界经济下滑。其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种形势表明，如何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

共同面对的课题。二是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1991 年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由美苏两极变成了美国
一极独大。在单极格局下，一方面美国以世界霸主自居，不断挑战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战后国

际秩序，凭借强大的武力接二连三地对世界弱小国家实行军事打击，干涉他国内政，企图建立由美国主

导的国际秩序，以有利于其独霸世界。另一方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各国都获得了发展机遇，

一批国家和地区实力不断增长，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逐渐缩小，使世界格局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形成

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对霸权主义

是一种制约力量。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表明，世界将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确保世界持久和平，如何

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这些重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面对 21 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习近平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时代观和时代
主题。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
潮流”。2015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随着全球性挑
战增多，“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这就及

时准确地揭示了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特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简称“合作共赢时代观”。习近
平这一新的时代观，既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创新。虽然说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的合作共赢时代主题。如果说 20 世纪 60、
70 年代是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期，那么也可以说从 20 世纪第二个 10 年开始，
时代主题便进入了从和平与发展向合作共赢的转换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时代观

既具有指导现实的正确性，也具有引领未来的前瞻性。

习近平关于合作共赢时代观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
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

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又曰“各国利益共同体”。2015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

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确，

当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到经济全球化时期后，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合作共赢

才能使各国利益最大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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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打造合作共赢的世界发展模式。自 15、16 世纪至今，世界历史发展经历了侵略发展、自我发
展和合作共赢发展三种发展模式。自 15、16 世纪大航海始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占主
导地位的发展模式是侵略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扩张的进程中，均以侵略与掠夺他国的方式

来发展本国，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模式——以侵略与掠夺求发展的模式，简称
“侵略发展模式”。侵略发展模式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受益，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受害。战后至 21
世纪初期，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是自我发展模式。二战冲垮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秩序，促进了社

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侵略发展模式行不通了，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自我发展模式。

这种新的自我发展模式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发展模式开始了由自我发展模式向合作共赢发展模式的转换。面对经济全球化浪
潮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不少国家采取抵制政策，在本国利益优先宗旨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消极应对无法遏制经济全球化趋势。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

国家、每个民族”，就必须打造新型的“合作共赢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打造富有

活力的增长模式；二是各国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是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治理

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同自我发展模式相比，合作共赢发展模式能顺应

经济全球化潮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让世界所有国家受益，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第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战后的国际

秩序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2015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7 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当
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

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

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时代在发

展，社会在前进。当时代主题出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潮流时，习近平及时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平等民主，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主张国家不分大

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支持联合国发挥

积极作用；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各国共同遵循的国际关系的准则，汇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利益，使各国

的利益都能通过合作共赢达到最大化；要充实、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内涵，建立能反映世界各

国利益和要求的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
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当代的“一带一路”是
对历史的传承和发展，它发端于中国，通过陆地与海洋联通世界，构建世界上跨度最长、覆盖面最宽的全

球经济大网络。“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特点，一是将所有发展中国家列入合作对象，尤其是针对发展中

国家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差的实际情况，2015 年在中国倡导下由 57 个成员国参加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支持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开放性和公平性。“一带一路”倡议恪守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不

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经济发展程度为条件，对沿线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体现了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是

一种新型的经济共利益同体。三是实效性。“一带一路”倡议不是空洞的许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推进，秉

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一项一项地落实，能给沿线国家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能带动各国的发展，使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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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益国。还应强调的是，习近平在多种场合还一再宣布，中国的发展应该惠及其他国家，带动其他国

家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时代胸怀和大国责任。正如习近平在 2015 年 3 月 28 日博鳌亚洲论
坛上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

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总之，习近平面对国际局势的大变局，与时俱进，按照外交大时代、大格局、大战略的思想提出了合

作共赢的新时代观，是对 20 世纪以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向世界贡献的中国
大智慧。在走向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的任务是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合作，确保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达

到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带动和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在完善

和创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习近平合作共赢时代观，不仅指引着中

国航船沿着正确方向乘风破浪前进，也及时地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在经济全球化迷雾中拨云见日，

引领世界走向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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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Themes of Era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Xi Jinping’s Vision for New Era

Hu Deku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ra refers to the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world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 generalization of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r themes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stag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orld history has experienced the
themes of “war and revolution” 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driven by the tid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arth has become a “global village”. Countries are fac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mon problems, which have caused changes in the themes of era. Since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th century, the theme of our era has shifted from peace and development to win-win
cooperation. Xi Jinping’s vision of a new era of win-win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right in guiding the
reality, but also prospective in leading the future. It i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themes of era; Lenin’s vision on era; Deng Xiaoping’s vision on era; Xi Jinping
Thought; the New Era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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